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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辦學成效 指標對照：GRI2-28

1. 執行高教深耕計畫成效深獲教育部肯定

■興大在研究、教學、善盡大學社會責任各方面，均獲教育部肯定。2018-
2022年為高教深耕計畫第一期，2018年獲補助3億5,202萬元排名全國第
六，連年成效績優均獲加碼補助，獲補助經費自2020年起提升至全國排名
第五。第二期(2023-2028年)持續發揮學校優勢特色強項，2023年續獲補助
4億5,019萬7,237元，穩居第五，執行成效獲教育部肯定。

2. 頂大結盟、跨校合作，學生獲益更多

■本校與成大、中山、中正組成「臺灣綜合大學系統 (TCUS)」共享教學資源，
推動學生校際選課相互承認學分，提昇學生多元化課程選擇。

■本校與聯合大學等 11 校組成「臺灣國立大學系統 (NUST)」，為國內最大跨界
跨域平台，推動校際整合，共享教研資源，提升教育品質、學術水準與社會服務。

■以本校為首，主動與國外具公信力之教師專業發展機構(Oxford EMI Training)
進行專案合作，並分享資源至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引
入「全英語授課技巧培訓課程」資源，2023年共計有3校62名教師受惠，
共同參與全英語授課之教學專業發展培訓。

3. 招收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成效卓越

■ 全國首創特殊選才優先錄取農家子弟，112學年錄取農家子弟10名。
■增進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升學機會，112學年共提供120個名額予經濟不利學

生，提升弱勢生入學就讀之機會。

4. 學生素質佳，企業最愛

■ 《遠見》2023「臺灣最佳大學排行榜」，本校在「綜合大學」排
名第10，社會聲望排名第8，「學術成就」排名第19，「教學表
現」排名第10，「產學合作」排名第19，國際化排名第27，財務
體質排名第16。《Cheers》雜誌「2023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本
校名列全國第15。

■《遠見》2022年「企業最愛大學生大調查」，本校排名第16， 
「傳產製造業者」排名第8。

5. 10 大領域表現名列基本科學指標 (ESI) 全球排名前 1%，提升學術影響力

■ 本校農業科學、植物與動物科學、工程學、化學、生物學與生物
化學、材料科學、臨床醫學、藥理學與毒理學、社會科學、環境
與生態學等 10 個領域名列國際 ESI 機構論文數及被引用次數排名
全球前1%。

■史丹佛大學發布2023「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榜單，本校共計58
位學者入榜，學術研究表現突出，全國排名第6。

▲臺灣國立大學系統學生實驗室交換計畫獲獎
同學合影

▲臺灣國立大學系統研發工作圈 112 年成果發表
會於中興大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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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全國首創跨國女性 STEM 人才培育，EMI 師培率全國第一

■ 2021年起，每年公開甄選3名優秀女大學生赴美國理海/萊斯大學，參加
TOMODACHI/MACHI-STEM at Lehigh University and Rice University for 
Female Students，獲校友贊助逾六成學費，啟發未來女性科學家，已有物
理及電機系、生物科學及生物機電系9名學生赴美完訓。

■自2021年度起全額補助教師參與具學術公信力之全英語授課技巧數位課
程，累積達318位教師取得EMI培訓證明。

■ 設定全校EMI課程推動策略，每季召開全校各院EMI推動檢討會議建立共同
目標，2023年推動全英語課程數達512門。

■ 透過「雙語教學推動資源中心」整合校內外專業學科與語言學習資源，全面
提升專業領域雙語教學量能，112學年全英語授課課程增加至697門。

8. 世界大學排名，校務評鑑成績優異

■ QS Rankings：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24，本校全球排名第661-
670名，亞洲排名第123名。在學科領域排名中，「農學與林學」(101-150
名)、「化學工程」(301-350名)、「機械工程、航空與製造」(301-350名)、
「生物學」(351-400名)、「材料科學」(351-400名)、「電子電機工程」
(351-400名)、「化學」(451-500名)等表現傑出。

■QS Sustainability Rankings：QS Sustainability Rankings 2024，本校入榜
全球五百(430名)、亞洲百大(91名)，表現亮眼。

■ THE Impact Rankings：THE Impact Rankings 2023，本校有兩項SDGs入
榜全球百大，SDG 15「陸域生命」(43名)、SDG 13「氣候行動」(98名)，
在SDG 7「可負擔的潔淨能源」(101-200名)、SDG 17「促進目標實現之全
球夥伴關係」(101-200名)等表現優異。

■ 「2018年度上半年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興大4個評鑑項目全數「通
過」，辦學績效獲得肯定。

6. 全國首創與 UCD 合辦 3+X 學位學程，亞洲唯一循環經濟研究學院，

協助越南建立亞洲木瓜王國

■ 本 校 與 美 國 頂 尖 大 學 中 的 加 州 大 學 戴 維 斯 分 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簡稱 UCD) 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 (MOU)，推
動「3+X 碩士學位學程」，藉此特殊管道提供興大的大學生，於
大三上學期即可申請 UCD 的碩士學位。至 2023 年，UCD 已錄
取九位興大優秀學生前往 UCD 攻讀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及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研究所學位。

■ 2022 年春季成立「循環經濟研究學院」，結合國內生技、製造、
金融、半導體等前瞻企業產學攜手培育循環經濟重點領域所需之
高階人才，達到產業、學校、學生三贏，落實學以致用及產學創
新的理想。

■ 本校引進臺農 2 號品種組織培養苗，並提供先進種植技術，協助
越南建立現代高效的木瓜種植體系，使越南成為亞洲領先的高品
質木瓜生產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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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興翼獎學金協助學生翻轉人生

■ 興翼獎學金：
協助提升弱勢學生進入國立大學的機會，同時對外募款設立興翼獎學金，

提供清寒新生 4 年合計 40 萬元獎學金，為學生搭起專心向學之路，截至
2023 年底累計捐款增至 2,443 萬餘元，目前已核給 300 人次，共 1,484
萬元。

■ 2019~2023 年獎助學金及就學貸款

項目
時間

校外捐助獎助學金 就學貸款

人次 金額 人次 金額

2019 年 232 7,170,000 3,143 105,796,767

2020 年 246 7,019,500 3,223 115,038,375

2021 年 269 7,079,512 3,318 120,233,438

2022 年 286 7,736,561 3,400 121,354,042

2023 年 278 7,515,980 3,339 116,446,348

單位 : 元

9. 首創全台唯一國家級食安檢測平台，首創植物教學醫院，入圍遠見「USR 大

學社會責任獎」奠定地方學新里程碑

■ 由永豐銀行實體捐贈食安大樓，攜手串聯多個研究中心及檢驗單位，完成產
地到餐桌一條龍檢測服務，全面為國內食安把關，建構完整有機農業社會責
任圈。

■獲農委會補助成立全台首間植物醫院，組成診療服務團隊，提供駐診服務及
在地化輔導，教育農民精準用藥，保障全民食物安全。

■「綠旱興兩河流域河川守護實驗室」亮點計畫，首次入圍遠見「USR 大學
社會責任獎」之「生態共好組」傑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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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23 年中興大學永續報告書

◆
2
使
命
願
景

◆
3
學
校
治
理

◆
4
社
會
貢
獻

◆
5
永
續
經
營

◆
6
附
錄

◆
1
關
於
興
大



11. 教學計畫補助，提升教學品質

■ 2023年校內創新教學計畫針對問題導向學習課程、專題導向課程、跨領域
導向學習課程、總整課程、數位學習課程（含磨課師、開放式課程、翻轉教
室、科技融入）進行創新教學補助，共補助64門課程、5,892,068元，另
補助教學實作設備計畫共2案，核定880,000元。

■鼓勵教師跨單位成立社群並補助運作經費，以自辦符合社群所需之研習、經
驗分享等工作坊，增進教師跨領域之交流、切磋教學經驗，提升教學知能及
成效，2023年共組成12組教師成長社群、4組教師雙語觀課社群。

■ 辦理各類型教師教學知能研習及工作坊，2023年共46場，協助教師了解各
項教學媒體操作及教學方法內涵，藉以增進教學效能。

■ 補助教師參與全英語授課技巧線上課程：自2021年起，全額補助教師參與
具公信力之全英語授課技巧線上課程，累計至2023年底止，本校已有318
位教師完成培訓並獲得結業證書。

12. 教學計畫補助，提升教學品質

■增設興翼招生：於大學申請入學管道，除提供優先錄取機制外，更直接增設
「興翼招生分組」，經由降低學測檢定篩選標準、簡化甄試流程、降低報名
費等方式，幫助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進入頂尖大學就讀，促進社會階層流
動，112學年度共提供56個名額。

■擴大特殊選才：協助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及農家子弟翻轉未來，以資料審查
及面試選才，招生規模逐年提升至112學年度共招收75名。

■ 積極爭取外加名額：逐年調增原住民、身心障礙學生等外加名額，112學年
度分別計達154名及34名，報到名額亦隨之增加。

■ 惠蓀林場預修課程每年提供大一經濟弱勢生免費參與名額8名，112學年度
總學員人數為169名，內含經濟弱勢學生數8名(第三梯次因天災影響取消辦
理)。學生於課程通過後，可獲得通識統合領域1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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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與產學

1. 永續研究

興大擁有文學院、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生命科學院、獸醫學院、管理學院、法政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醫學院、循環經濟研究學院等十一大學院及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教師長期深耕永續議題，
長年投入如食品安全、食農教育、智慧照護、永續環境、新能源開發、生物多樣性、氣候變遷、空氣品質、
災害防治等攸關下個世代永續發展的重要主題。2023 年共發表 1,998 篇 Scopus 論文，其中 1,043 篇為
Open Access 期刊論文、218 位教師推動 380 個永續相關研究計畫，未來將持續配合國家重大政策，運用學
術研究及領域專長協助國家面對全球永續浪潮下的發展與挑戰。

1,699 篇
2023年SCI (1,656篇)、

SSCI (106篇) 及A&HCI (2篇)，

總篇數1,699篇已扣除重複計算

篇數。

註 1: 永續研究分類方式請參考附錄五

2021-2023 年 Scopus 論文發表篇數  2020-2023 年學術重要獎項

人數

年度 2020 2021 2022 2023

■ 國際學術研究機構會士

■ 中研院院士

■ 國際級獎項

資料來源：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 截至 2023 年 12月 31日

2,600

2,400

2,200

2,000

1,800 1,769

1,600  
1,400

1,200

1,000

年度 2021 2022 2023
資料來源：SciVal/ 2024 年 6 月 12 日

4

2
2

1 1 1

1

1,998

1,769

2,084

380 個
永續相關研究計畫

218 位
教師、研究人員及專案教研人員
擔任計畫主持人

1,998 篇
2023年Scopus論文發表

資料來源：web of science/2023 年 6 月
11 日 / 檢索出版年度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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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學合作

本校重視產學合作，由產學研鏈結中心負責校內研發成果探勘，專利申請、技術推廣、創新創業培育等任務。積極推動將校內研發能量轉化為產業成果，聚焦三大產
業「農食生技、智慧製造、醫療照護」及二大議題「綠能減碳、資安卓越」，透過科研產業化平台搭建中部地區產學媒合橋樑，以促進中台灣產業升級、人才培育合作。

輔導師生新技術、新產品、新事業，提供新創團隊進駐空間及全方位育成服務

🅰首創全台可進行公司登記之師生專屬創業空間 - 興創基地，提供一站式完整創
業輔導服務，累計培育 81 家廠商及師生團隊，為中部最大量能之育成單位。

優化專利管理提升技術轉移，利用多元管道推廣研發成果

🅰持續強化研發成果，提升智財佈局與技術移轉，專利獲證件數多達 1,400 多
件，智慧財產權衍生收入累計達 2 億餘元，推動學研能量有效鏈結至產業，
發揮最大利益提升商業價值。

🅱積極輔導師生團隊參與各發明競賽，「2023 國家新創獎」共 5 組團隊榮獲學
研新創獎；「2023 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發明競賽」參賽 8 件專利榮獲雙鉑金、
2 金及 4 銀；「2023 未來科技獎」共計 4 團隊獲獎，獲獎技術涵蓋生物科技、
永續綠能及先進材料、AIoT 智慧應用等領域，研發能量成果豐碩有目共睹。

整合產官學研各界資源推動產學合作，創造興大品牌價值邁向國際舞台

🅰透過科研產業化平台將三大產業「農食生技、智慧製造、醫療照護」及二大
議題「綠能減碳、資安卓越」深化策略，整合跨校研發能量，精準行銷、持
續精進產學合作規模，2023 年國內產學合作案 178 件及國際產學合作案 3 件，
產學合作金額達新台幣 1.9 億元。

🅱促進中部地區無人機產業發展，提升供應鏈廠商國際競爭力，本校與經濟
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中港分處聯手推動「臺中無人機產業供應鏈智慧製造聯
盟」，打造完整的供應鏈組成產業聚落，推動無人機產業升級。

🅲積極鏈結國際市場，本校科研產業化平台企業會員瑞思資訊、興大資安中心
及印尼資安中心進行「鮭魚返鄉人才培育計畫」產學合作，培育印尼及馬來
西亞國際學生，提供畢業後無縫銜接職場及未來返鄉發揮所長之機會。2023
年輔導實習學生人數 4 位，參與學生人數 2 位。本校偕同瑞思赴印尼姊妹校
國立 311 大學 (UNS) 簽定合作備忘錄和協議備忘錄，預定於當地建置 VANS
雲端聯合服務平臺，促成臺灣資安產業接軌國際產學合作。

▲無人機聯盟

▲興創基地

▲ 瑞思與印尼 311 大學簽訂 MOU

2023 年為提升本校創業育成服務效
益與便利性，興創基地遷址至本校
中心位置，緊鄰農資學院、工學院、
生命科學院等教學大樓，地理位置
更貼近師生，以利教學研究能量投
入，共營創新創業風氣，持續活絡
本校師生創新創業生態環境。

🅱積極探勘具商業潛力之教師研發成
果，輔導校內師生投入科研創業，
陸續培育成立 7 家衍生新創事業，
其涉足產業領域橫跨農業科技、精
密機械、循環經濟、生物科技等。

🅲充分發揮產學量能，提供多重友善
的創業資源，打造優質產學研發聚
落，112 年進駐廠商 55 家 ( 含 2 家
虛擬 )，整體培育進駐率達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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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合作 產學聯盟

2023 年本校建教合作計畫件數共 1,480 件，總經費約 24 億 3,910 萬元。2023
年建教合作計畫總經費較 2021 年增加約 5 億元，成長率高達 25%，顯示本校研
究能力厚實且績效成長顯著，產學合作成果豐碩。

2023 年建教合作計畫件數與經費

總
經
費
/
單
位
：
萬
元

300,000

250,000

200,000

150,000

100,000

1,550

1,500

1,450

1,400

1,350

1,300

—— 總經費

— 件數

2021 年

194,227

1,360

2022 年

212,598

1,414

2023 年

243,910

1,480

件

數

2021-2023 年建教合作計畫件數及經費

本校透過國科會「產學技術聯盟計畫」及對外服務業務之推動，以本校研發成果及
核心技術為主軸串連相關產業，與相關上中下游產業界建構「健康照護平台產學開
發聯盟」、「臨床細菌基因體產業發展聯盟」、「個人資訊安全技術與服務產學聯
盟」、「台灣應用微生物產學技術聯盟」、「電化學生物感測技術產學聯盟」、「台
灣茶製程技術產學聯盟」、「LED先端產學聯盟」、「土壤及地下水整治技術聯盟」、
「台灣精釀啤酒產學聯盟」、「智慧機器人技術研發與服務產學聯盟」、「新能源
電動車產學技術聯盟」、「升級台灣既有生技產品產學聯盟」、「數位國際行銷與
資料應用服務產學聯盟」及「國際產學聯盟」等產學合作聯盟，有效運用本校研發
能量，提升產業界競爭力及產品價值，擴散本校科研成果至產業界。

金    

額

460,000,000 400

420,000,000 380

400,000,000 360

380,000,000 340

—— 總經費
— 件數

2021 年

367,291,428
321

2022 年

428,503,225
373

2023 年

457,328,411
404

件
數

註 : 產學合作計畫係包含法人機構、私人廠商計畫及對外服務案。    資料統計時間：2024 年 6月 6日

金    

額

20,000,000 220

15,000,000 180

10,000,000 140

5,000,000 100

—— 總經費
— 件數

2021 年

7,282,872
107

2022 年

23,571,094
169

2023 年

10,344,871
136

件
數

資料統計時間：2024 年 6月 11 日

2021-2023 年產學合作計畫件數及金額

2021-2023 年產學聯盟服務之廠商家數及金額

件數總計

1,480
計畫總經費

2,439,102,775

■教育部

■農業部

■國科會■其它政府機關

■法人機構

■私人廠商

■對外服務

62 件
157,919,608 元

68 件
46,382,834 元

181 件
191,433,300 元

155 件
219,512,277 元

144 件
374,060,228 元

286 件
592,935,364 元

584 件
856,859,164 元

144 155

286

584

62

68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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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永續課程與永續社團

1. 永續教學課程
多年來興大的課程內容設計逐漸趨向多元、全球化且永續經營，諸如氣候變遷、
環境管理、再生能源、永續發展、社會關懷、人權、全球化、多元文化、綠色經
濟等永續元素，發揮系所專業並透過跨院系整合不同專業領域的師資與資源，融
合社會永續關懷關鍵議題與教學創新設計內容，將知識性學理與實務應用結合，
奠定學生智識涵養，培養未來永續領導人才。

(1) 各學院及其他單位永續課程開課情形

學制
學院

永續課程

大學部 研究所 小計

文學院 223 40 263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547 492 1,039
理學院 93 31 124
工學院 125 106 231
生命科學院 46 109 155
獸醫學院 56 123 179
管理學院 177 139 316
法政學院 37 98 135
電機資訊學院 49 54 103
醫學院 91 4 95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 全球事務研究跨洲碩士學位學程 )

— 20 20

循環經濟研究學院 — 85 85
師資培育中心 23 — 23
體育室 39 — 39
學務處 ( 社團服務學習 ) 6 — 6
通識教育中心 677 — 677

合計 2,189 1,301 3,490

註 1: 以 111 學年度上下學期及 112 學年度上學期課程資料進行統計
註 2: 永續課程中包含 417 門提供實驗、實習、實作之永續體驗課程
註 3: 永續課程分類方式請參考附錄五。
註 4:「-」表示無此學制
註 5: 本次除原本的關鍵字外，又加入由任課教師在填寫教學大綱時，自行勾選永續課程的科目統計。

本校有多個跨領域和永續相關的學分學程，如食品加工與管理學程、環境生物科
技學程、防災科技學程、永續環境學程、生物科技產學合作學程、生技產業管理
暨創業碩士學分學程及食品安全智慧管理學分學程，增廣學生學習領域，培養學
生整合學科能力，以利其進修或就業。以永續環境學程為例，以環境生態、工程
科技及社會人文之不同層面培養學生永續環境發展與經營概念，延伸自身專業技
能以外之跨領域知識，提升未來就業機會。又如防災科技學程，配合環境保育防
災中心之成立及國內防災科技發展之需求，使學生畢業後立即能投入就業市場。

另為降低近年疫情影響，並維繫與國外各校長期建立之教研合作，特投注經費建
設全校共享之會議視訊設備，完成 80 間國際會議廳、會議室與教室等空間之建
置，約可提供 5,472 人同時上線使用。

(2) 各學院畢業生修習永續課程情形：

學制
學院

大學部 研究所 小計

文學院 279 47 326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667 372 1,039
理學院 186 179 365
工學院 310 364 674
生命科學院 88 94 182
獸醫學院 74 45 119
管理學院 295 357 652
法政學院 47 102 149
電機資訊學院 137 209 346
醫學院 — — —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 
( 全球事務研究跨洲碩士學位學程 )

— 11 11

循環經濟研究學院 — — —

合計 2,083 1,780 3,863

註 1：以 111 學年度畢業生資料進行統計

開設 3,490
門堂永續課程

3,863位
畢業生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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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識課程
為符應社會對跨領域人才需求，本校通識教育課程
設計以人文、社會、自然、統合領域及核心素養為
基底，涵納醫療健康、文化與人權、教育、生命關懷、
綠能、社會福利、性別平等、環境正義、永續農業、
糧食問題等永續議題，以通識博雅課程、微型課程、
惠蓀講座、自主學習活動、惠蓀林場生態與環境預
修課程等多元教學模式，養成學生因應未來生活所
需、建構社會發展之能力。

677 門永續通識博雅課程較去年同期增加 380 門
註 : 以大學部學生（含學士生與進修學士生）為修習對象

3. 通識微型課程
通識微型課程設計以「實作為主、理論為輔」，採
6~8 小時主題式小班教學，累積學習時數可轉換通
識學分。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 ~112 學年度第 1 學
期共開設 122 班永續通識微型課程

4. 永續社團
中興大學學生社團種類分為學術性、藝術性、宗
教性、技藝性、音樂性、聯誼性、體育性、服務
性及自治性等類型，為本校學生最高自治團體，
以培養學生民主素養，促進校園意見溝通，增進
群體服務精神。2023 年本校 SDGs 永續發展目標
相關社團共有 24 個。

122 門永續通識微型課程
註 : 以大學部學生（含學士生與進修學士生）為修習對象

17 項 SDGs 永續發展目標 通識課程 通識微型課程 永續社團

SDGs１ 消除貧窮 — — —

SDGs２ 終止飢餓 9 24 3

SDGs３ 良好健康與福祉 165 17 07

SDGs４ 優質教育 250 — 3

SDGs５ 性別平等 24 4 —

SDGs６ 潔淨水與衛生 — — —

SDGs７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4 — —

SDGs８ 尊嚴就業與經濟發展 20 12 3

SDGs９ 產業創新與基礎設施 13 18 —

SDGs� 減少不平等 34 — 1

SDGs� 永續城市與社區 16 11 1

SDGs� 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 16 9 —

SDGs� 氣候行動 7 3 1

SDGs� 水下生命 4 2 2

SDGs� 陸域生命 60 21 1

SDGs� 和平正義與有力的制度 49 1 —

SDGs� 夥伴關係 6 — 2

註 1: 課程總數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班之通識課程計算，含學士班 638  班、進修學士班計 39 班。
註 2：開設總數與課程名稱數無法完全對應原因：

  (1) 統計期間內（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名稱異動。
  (2) 同一門課程名稱，課程開設 2 班以上。
  (3) 配合課程設計，部分課程固定開設於第 1 學期或第 2 學期。

註 3：永續相關通識課程列表請參考附錄二  
註 4：分類方式請參考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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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志工 寒暑假服務隊

足履臺灣 耕播希望的種子

位於中臺灣的中興大學，每年寒暑假都會有服務隊，出隊至臺灣各地的偏鄉學校
服務。為著當地孩童們的需要而存在，走進那些被常人遺忘的地方，即使需要轉
乘公車到客運，再坐漫漫區間車行至鄉里，下了火車還需蜿蜒三、五個陡坡抵達
國小，這一路的腳印訴說的不是辛苦，而是一股澎湃的熱忱—想讓孩童們知道自
己是被記得的。

服務的回饋與生命價值

學生們將各團體的精神予以發揮。同性質的服務社團也會交流和合作，或聯
合舉辦營隊，以期能帶給小朋友們更多的資源與活動。由於大部分的偏鄉國
小教育師資短缺，因此透過大學生們舉辦的寒暑假服務隊，不僅能帶給小朋
友們知識和見聞，更是讓他們擁有一段特別的回憶。

寒暑假服務隊的傳統歷久彌新，在這五十年的歲月中，活動不論風雨照常舉行，
服務隊所能帶給偏鄉小學的除了補充教育資源外，更能讓大學生們開闊視野，
同時通過服務活動，大學生能夠更深入地理解不同地區的生活狀況，培養同理
心和適應力，並在奉獻中找到自身價值，實現自我成長。

本校與南投縣中寮鄉爽文國中「Super 教師 + Power 教師 + 師鐸獎」王政忠老
師，已第 8 年合作辦理 2023 English Summer Camp 英語志工營，招募本校 20
位學生，事先辦理培訓課程、分配志工相關任務及進行教案課程設計，活動期
間為 7 月至 8 月共計三個禮拜。此活動除讓本校學生可以學習付出與成長，也
許我們無法帶每個孩子去世界各地，但可以把將世界帶進偏鄉改變孩子們的一
生，即使力量微弱，生命影響生命的力量將會持續傳遞。

未來服務隊也會依舊深耕臺灣，傳承服務的精神，用愛化育家園，讓一次又一
次在經驗中學習並更正的我們，前往更多未觸及的地區，不論是東臺灣或離島，
甚至放眼國際，中興大學的服務隊都將全力以赴，竭盡所能，給予我們所能傳
授的一切。期盼服務隊不僅能夠成為幼苗成長過程中的一場甘霖，在人生中無
數灌溉中，成為最潛默的影響；也更能夠灌輸服務的熱情到社會中，讓人們時
常喜樂倍感活力，讓每一粒種子成為國家社會進步的起點，出類拔萃，使愛的
能量生生不息。

2023 年學生出隊次數與分布地

區統計

2023 年出隊次數與服務隊學生

參與人數

出隊次數 11 次 參與學生 200人

■■中部 — 10 次 ■■南部 — 1次

▲至偏鄉國中辦理志工英語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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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訊安全

指標對照：GRI404-2, SV-ED-230a.1~2

展現資安韌性  邁向永續發展

提升資安治理與具備資訊韌性是永續營運的關鍵能
力，科技與網路無疑是組織運作不可或缺的基礎建
設，運用資訊科技達成永續目標隨之而來也就要面
對更多的資安風險。對於具備永續思維的組織來說，
資安絕不只是單一部門的責任，更是維持營運穩定
和品牌承諾的重中之重，資安管理對於 ESG 的治理
(Governance) 是至關重要一環，成為永續經營的關
鍵，本校基於這樣的思維發展出鞏固永續發展基石
的資安策略。

■ 全校資安管理優先執行策略與最適化程序設計
ISMS 四階文件公告「全校」使用，已落實於全校實
施並持續精進作為，擬定 ISMS 優先執行策略，務
實調整程序設計，發展相關配套管理工具，持續提
升資安管理電子化表單應用，提高管控成效。

■ 全校進行資安健診，提升電腦與伺服器安全性
進行全校資安健診有助於識別潛在漏洞，確保數據
安全，提升系統穩定性，並符合法規要求，不僅保
護師生資料，亦可增強學校整體防禦能力。

■ 營運持續計畫落實機密 / 完整 / 可用性演練
核心資通系統落實機密性、完整性、可用性之全面
演練，且包含業務單位人員參與演練，若發生災難
或緊急情況下確保仍能有效持續運作。

■ 強化資安技術、善用檢測工具、重視通報效率
對於資安法規要求落實的檢測、健診、防護機制，
達成完全合規。更進一步投入資源提升人員技術面
能力，善用檢測工具對系統 /IoT/ 公務設備做到更積
極的診斷。另外，針對資安通報程序創新開發 Line 
Bot 自動判讀相關通報訊息並即時推播相關人員群
組，有效提升資安問題反應速率。

■ 優化稽核制度
落實以全校為範圍進行資安稽核，稽核查核表設計 /
稽核團隊編制 / 矯正改善落實均有創新做法，並於資
安推動委員會審議稽核報告檢討資安管理成效。

■ 資安宣導及教育訓練的投入
採用網站、電子表單、海報、線上教材、實體課程
對全體人員進行宣導訓練，以高品質素材有效提升
各類人員所需資安素養。為了達成 100% 學習時數
合規，在人事系統建置學習紀錄以利管控，並同時
定期公告各單位施行狀況以便後續追蹤。

■ 堅強資安團隊
本校為 C 級機關依法應配置 1 位資安專職人員，基
於高度重視資安推動工作，不僅增聘第 2 位資安專
職人員，更培訓超過 10 位人員考取資安證照及持續
精進專業訓練，協助推動全校資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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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通系統盤點及弱點掃描落實辦理
遵循教育部規範要求達成 100% 全校資通系統盤點，
不僅只關注核心系統弱點，更優於法遵性以 EVS 和
DragonSoft 對所有系統進行網頁、主機弱點掃描，
並要求各單位應基於弱點提出處理報告，以確保弱
點的有效追蹤和及時修復。

■ 風險評鑑方法創新設計
針對資通系統發展出符合相關規範的「資通系統安
全等級評估表」及「風險評鑑程序」，同時針對各
類資訊資產也設計出創新的「威脅及弱點評估表」、
「風險評鑑彙整表」，並開放成為各界可依循的風
險評鑑執行方案。

■ 系統帳號清查優於法遵要求
法規要求中級資通系統執行帳號清查，於本校擴展
至所有普 / 中 / 高級資通系統，強化帳號管控以降低
風險，執行程序進化為電子化表單填報，能夠更有
效全面執行清查並掌握此項管理工作落實度。

■ 資通系統向上集中已達 57%
全校資通系統集中納管於計資中心虛擬主機，具有
穩定電力、恆溫空調、網路防火牆、虛擬主機備份
等實體安全保障，強化管理制度規範帳號管理、防
護基準、遠端存取控制、紀錄事件和安全檢測等，
有效降低資安風險。

■ 網路骨幹韌性 ( SDN 軟體定義網路 )
以服務鏈概念彈性導流校內網路流量，可依應用程
式、SLA 等需求彈性分配流量至本校 4 路網路出口
(TWAREN、TANet、ADSL、出國專線 )，避免單一
線路服務異常導致服務中斷，可調配共用資安設備
包含頻寬及安全管理器、新世代防火牆擴大網路防
護範圍，雙重提升網路可用性。

■ 無線網路韌性 ( 叢集化多重協同運作 )
超過 800 座無線基地台提供校園無線網路服務，範
圍涵蓋本校教職員生主要公共活動區域，依使用者
所在位置配置最佳基地台訊號服務，具快速移轉無
線漫遊網不中斷之韌性，以 3 台控制器相互備援且
具備防錯能力協同管理無線基地台，單一控制器異
常絕不影響無線網路運作。

■ 網域服務韌性 ( DNS 負載分散容錯 )
確保網域查詢服務具高度可用性，以 6 台 DNS 主機分
散負載，利用路由技術依使用者位置及網路狀況導向
最佳 DNS。並將主線服務 4 台以 1+3 容錯備援最高 3
台故障仍正常服務，可降低遭受 DDoS 資安攻擊威脅。

■ 電郵服務韌性 ( SPAM 過濾及歸檔備份 )
電子郵件系統具雙重保護機制，確保可用性及完整性。
前端配置垃圾郵件攔截過濾，大幅降低垃圾郵件騷擾
及社交工程威脅。後端則配置郵件歸檔備份系統，可
避免郵件因人為誤操作或遭受資安攻擊而無法回復。

永續與韌性是相互依存的，永續是目標而韌性是過
程，本校全面推動資安管理工作，充分展現資安韌
性，邁向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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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教育訓練 ▲導師輔導訓練

五、教職員訓練與福利 指標對照：GRI 401-1~401-2, 404-2

1. 訓練

本校行政單位以服務導向，建構友善校園環境，讓教師能安心進行教學研究及推展校園活動，進而達到
回饋社會善盡社會責任。就所聘任之人員，結合政府當前政策與社會趨勢，提供多元教育訓練資源，藉
由與社會議題息息相關影片賞析讓人反思，使人員未來於業務執行過程中能為助益他人與公益多所思維。

新進教師訓練座談會

為使新進教師理解本校組織文化
及所提供之行政服務，於每學期
開學前辦理新進教師行政服務座
談會，藉由行政單位就所提供之
服務進行說明，助益教師快速融
入本校生活，另本校教務處教學
資源暨發展中心特別規劃教師傳
習制度及教師成長社群，希望藉
由資深教授的帶領，能協助新進
教師有效從校園中獲得資源，有
助於教學及學術的提升與貢獻。

導師輔導

為落實導師輔導業務，本校學
務處制定「導師制實施辦法」
與「優良導師評選獎勵辦法」。
全校共計約 400 多位教授投入
導師工作，除了負責學生生活
適應與課業輔導外，更提供心
理諮詢及生涯進路規劃；導師
亦扮演重要的轉介者，擔任學
生與健康及諮商中心之間的重
要橋樑，讓學生於第一時間獲
得專業的協助。

在職教育訓練

本校自 2022 年公務人員每年終
身學習時數須達 20 小時，又校
聘人員方面亦鼓勵線上學習。至
教師方面，為協助新進教師提升
教學知能，強化教學品質，於
2021 年新定教學能力發展課程
實施要點，新進教師應於到校 4
學期內完成 12 堂教學知能課程
及取得全英語授課技巧線上課程
修業證明，其餘現職教師係依其
需求自行參與各類研習。

01 02 03

職員 ( 公務人員及校聘人員 ) 總學習時數及平

均個人訓練時數統計表

教職員訓練座談會或課程    

17場   526人參與

 7場  356人參與

註 1：教職員訓練座談會、課程及在職教育訓練統計時程： 
2023/1/1-2023/12/31

註 2：聯合導師會議及導師知能研習活動統計時程 :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公務人員

校聘人員

■ 總研習時數：13,862小時

■ 平均研習時數：58小時

■ 總研習時數：12,636小時

■ 平均研習時數：31.7小時

239人

399人

4場    283人參與

聯合導師會議

導師知能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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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福利

(1) 彈性薪資獎勵：

🅰教職人員彈性薪資獎勵：
本校為延攬新進教師及留任優秀人才，本校實
施彈性薪資獎勵，激勵專任教研人員提升整體
學術研究水準。

🅱計畫人員薪資雙軌制：
訂定本校專任計畫人員彈性報酬規範，使薪資
結構更具彈性。計畫主持人得視博士後研究員
及專任助理特殊專業技能核發彈性報酬，並建
立博士後研究改聘研究員及升等制度，達到留
任優秀人才目的。

(2) 提高專案教師勞工退休金提撥比例及福利：

本校為延攬公私立優秀人才至校擔任專案教師，
提高專案教師勞工退休金提撥比例，並比照編制
內人員發放生活津貼，包括結婚補助及生育補
助，均核發 2 個月，以達到延攬優秀教師及留才
之目的。

(3) 積極進用身障人員，改善工作條件：

本校基於人性關懷理念及配合政府政策推動，積
極申請職務再設計，改善身障員工工作條件，為
身障員工打造友善的幸福職場。

🅰改善職場環境及工作條件：
包括助聽器、手寫溝通板、站立式輪椅、耳
掛式電話及視力協助員等，提升工作效率及
品質。

🅱於校內網頁建置身障員工關懷專區：
相關權益及優惠措施均可至該專區查詢，提升
身障員工福利。

(4) 員工協助方案 (EAP) 及關懷照顧措施：

為協助同仁發現並解決影響工作效能之問題，提
供員工協助服務措施如下：

🅰心理諮詢：
委請「社團法人臺中市生命線協會」提供員工
工作職涯、心理健康及諮商輔導等多面向服
務。另為讓同仁安心使用本措施，本校積極利
用各公開場合、郵件及人事室網頁宣導委外機
構依相關法規及契約書應落實「絕對保密」。

🅱特約醫療院所：
安排醫師至健康及諮商中心駐診服務，並與多
家醫療機構簽約提供優惠方案。

🅲法扶諮詢服務：
與「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合作推動法律
諮詢服務，固定安排於每月第二週星期二舉辦
「視訊法扶服務」及「律師現場諮詢」，以強
化員工協助方案之推行。

🅳建置托育專區提供托育服務：
3 家特約幼兒園及 2 家特約托嬰中心。本校刻
正規劃籌設 0 至 2 歲員工子女托嬰中心，預計
2025 年 7 月建置完成。

🅴照顧員工健康提供就近健檢：
為使教職員繁忙之餘，對自身健康狀況加以審
視，除宣導至合格醫院施作健檢外，並不定期
與鄰近醫院合作舉辦健檢活動；另本校亦結合
體適能、校園路跑及興健康講堂等活動，以達
自主健康管理。

新進教師 54人次   優秀教師 404人次
獲彈性薪資補助
註 1: 本統計為 111 學年度 -112 學年度上學期薪資獲補助人次 
註 2：優秀教師包含講座教授、特聘教授、優聘教師

專案教師勞工退休金提撥比例由 6％調整為 7％    
受惠人數 84名專案教師（含 1 名研究人員 )

2022 年榮獲臺中市「幸福職場」幸福創意獎

2023 年榮獲臺中市「幸福職場」四星獎

53人使用退休規劃諮詢服務人數  
註：本統計為 2023 年使用退休規劃諮詢服務人數

121人參與健康檢查人數 
註：本統計為 2023 年教職員參與健康檢查人數

▲▲本校 2021 年榮獲臺中市進用身心障礙者績優單位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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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性別平等 指標對照：GRI405-1, 406-1

1. 2023 年女性學者

占總教師人數 23%

職級 女 男 總計

■講師 6 4 10

■助理教授 57 157 214

■副教授 65 171 236

■教授 70 327 397

總計 198 659 857

註：女性學者統計資料含全職專案教師

職級 女 男 總計

■一級主管 9 47 56

■二級主管 27 125 152

人次總計 36 172 208

人數總計 30 154 184

註 : 部分主管兼任一級主管及二級主管

2.2023 年女性主管

占總主管人數 17%
3. 相關委員會與推動措施

(1) 委員會與法規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騷擾防治法，設置委員會及相關辦法，以維護校內教職
員工生之權益。
●委員會：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及「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
●相關辦法：

「國立中興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獎勵辦法」、「學生懷孕學習權維護及輔
導協助要點」、「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實施辦法」、「國立中興
大學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處理辦法」。

(2) 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獎勵機制

為鼓勵本校教職員工生從事或參與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如教師開設性別相關
課程，可向本校性平會提出申請補助，每學年每門課程補助新臺幣 5,000 元至
10,000 元。
如本校專任教師出席性別平等議題國際會議者，可向本校研發處提出補助申請，
教職員工符合上述狀況者，經本校性平會審議通過予以頒發獎狀或依本校員工相
關獎懲規定給予獎勵。

(3) 開設性別相關課程

每學期於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開設性別相關議題課程提供學生修習。課程內容：
性別．社會．個人、性別與親密關係、婚姻與家庭、法律與生活、人際關係與溝通、
性別與法律等。

(4) 提升性平意識措施

為積極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及提升教職員工生之性平意識，內容涵蓋多元諸如親密
關係經營、情感議題、性別暴力防治、跟蹤騷擾防制、性別平權教育等。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活動 25 場次，3,075 人次參與
參與，期由活動中潛移默化性平精神，瞭解多元性別間之差異，從而生出尊重他
人之品德，共同建立友善校園。( 活動列表請參考附錄六 )

■男性 659
■女性 198

23%

60%

26.64%

27.54%

17.64%

77%

女性比例

■男性 172
■女性   36

83%

17%

女性比例

16.07%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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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性平友善校園軟硬體設備

🅰 2009 年起陸續於惠蓀堂、圖書館及行政大樓等處設置哺 ( 集 ) 乳室，及於校
內各場館外圍設置好孕優先車格，供教職員工生於懷孕、哺乳期間可免費停車
或校外來賓使用。

🅱 校園現有 6 具緊急報案亭，具有照明、24 小時監視錄影、通報求助、廣播等
四大功能，戶外區域監視器遍布全校，共裝設約 178 支 ( 含計資中心 37 支 )，
各大樓內亦有根據其需求裝設數量不等的監視器；男生宿舍區域裝設約 165 支
監視器、女生宿舍約裝設 316 支監視器。另向內政部申請永續智慧社區創新實
證示範計畫相關經費已建置 93 支 ( 含男女宿舍 21 支 ) 智慧攝影機，提供偏僻
場域之即時監控。

🅲校園安全通報網：學生可於連結處通報校園性別事件或其他校園安全事件。

🅳 每年印製宣導資料發送新生或製作宣傳小物 ( 防身哨、防狼噴霧、隨身包衛生
紙、性平摺頁手冊、性平便利貼等 ) 發送全校教職員工生，以達教育之目的。

4. 性平事件通報窗口 

(1) 學生安全輔導室 24 小時校安專線 04-2287-0885（請您幫幫我）

(2) 校內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04-2284-0610（校內分機 610）

(3) 校園性平事件校內通報表 https://www.osa.nchu.edu.tw/osa/gender.html 

(4) 校園性平事件申訴信箱：gender@dragon.nchu.edu.tw

(5) 職員工性騷擾防治專線：(04)22840673 ( 校內分機 647)

5.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理流程

https://www.osa.nchu.edu.tw/osa/gender/gender-process_102.pdf

性別平等相關課程 28門，參與人數 1,590人
註 1: 統計期間為 111 學年度至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
統計類別：通識課程及微課程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活動 25場次，共 3,075人次參與 
註 1: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註 2: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活動列表詳見附錄七

校園現有 6具緊急報案亭

「隔著螢幕的惡 - 數位時代的性別暴力防治講座」

協助同學認識數位性別暴力樣態、求助資源並提升自我保護意識與尊重他
人之理念。
活動日期 :2023/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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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生健康與輔導 指標對照：GRI406-1

中興大學設有健康及諮商中心，以提供包含身心健康服務、校園健康管理及校園
健康促進等多項服務，各項具體服務內容請詳中興大學健康及諮商中心網站。

2023 年 4,606諮商人次，1,817諮詢人次

1.為落實本校學生健康管理制度

維護學生健康、早期預防治療及促進校
園健康，每學年提供新生健康檢查服
務，參與率達97%以上。

110~112 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參與率：

2.辦理健康促進活動

傳染病防治、急救教育訓練、愛滋防
治宣導、戒菸班、口腔及視力保健、
簡易傷口照護、校園捐血活動、塑體
健身GoGoGo(體健班)等活動，2023
年度共辦理124場次，參加受惠人數
共2,477人次。

3.餐飲衛生管理

2023年度餐廳食品抽樣檢驗共計32
間、餐具清潔度檢查共計624次、餐
廳衛生檢查共計1,216次、豬肉/牛肉
萊克多巴胺檢測共計35次、炸油總極
性化合物檢測31次。

▲塑體健身 GoGoGo 活動    

▲戒菸班 ▲愛滋防治宣導暨篩檢活動 ▲ 永續飲食講座▲ 餐廳食品微生物抽驗

註 1: 110-112 學年度新生健檢承辦醫院為衛生
福利部臺中醫院。

98.8 % 

97.8 % 

97.7 %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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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身心適應心理測驗輔導篩檢服務

健諮中心為本校各學制一年級新生、轉學生、復學生提供「身心適應心理測驗篩
檢服務」，除協助學生瞭解個人之身心適應狀況，盡早做好個人身心健康之管理
外，亦從中篩選出「高關懷學生」，由心理師或系所專輔人員進行追蹤輔導，視
情況提供諮商輔導資源協助之，避免其心理問題嚴重化。108 學年度起，「身心
適應心理測驗」與「學生健康資料卡」合併成為「健康資料自填項目」，整合於
新生 EZ come 系統中供學生填寫，並透過「綁定新生健檢」的方式來提高學生
的填答率與紙本資料回收率，實施狀況良好。

5. 高關懷學生輔導

涉及自傷、傷人、依法通報事項及重大適應問題之高關懷學生，由系所專輔人員

追蹤關懷持續評估、協調校內外資源以協助高關懷學生多元需求，並適時轉介心

理諮商、社會福利、法律服務、精神醫療等相關資源。

他校

轉銜學生

本校

高關懷學生

系所專輔人員持續關懷輔導

轉介輔助資源

心理諮商

學校系統合作

社會福利

精神醫療

法律服務

必要時召開

轉銜輔導會議或

聯合輔導個案會議

風險降低 離校前風險持續

結  案
進行轉銜或

離校後追蹤 6個月

4,239位同學參與身心適應心理測驗

第一類高關懷學生 95 人（有自殺念頭）

第二類高關懷學生 45人（生活適應遭
遇困難或具自傷、傷人之潛在可能性）

註 1：資料統計日期為 112 年學年度入學之學生 

註 2：健諮中心已於 2023 年 9 月底及 2024 年 3
月底全數追蹤完畢。

6. 心理諮商服務

等
級 初級預防 二級預防 三級預防

目
的

增加保護因子、減少
危 險 因 子， 以 促 進
全校教職員工生心
理健康。透過培養解
決問題的因應能力，
增加社會支持資源
與效能，強化正向連
結的機會。

早 期 發 現， 早 期 治
療。 發 現 高 關 懷 學
生，給予接納關懷，
適當地介入。

降低危機個案之緊
急程度，提供後續照
顧及復健歷程，期能
重新融入校園生活。
著重心理治療與重
建、預防生活自理功
能退化。

作
法

辦理心理健康講座、
團體、工作坊、影片
賞析、製作各類文宣
品等。

新生生活適應量表
施測與解測、個別諮
商、團體諮商等。

與精神醫療院所建
立合作轉介機制、支
持性諮商服務、建立
各種特殊事件標準
處理流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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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特教學生輔導

本校自 2004 年設立資源教室，提供特殊教育學生之生活
適應、學習輔導、特教需求鑑定與生涯轉銜等服務，統籌
特殊教育學生相關福利資源，並作為學生、家長、師長與
其他校務單位間的溝通橋樑，增進學生校園適應；進行全
校性的特殊教育推廣，協助全校師生認識特殊教育學生的
特性與需求，營造友善包容的校園氛圍；並於 102 學年
度依法成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擴大特殊教育輔導業務
系統，納入校內一級單位以整合教務、學務、總務與系所
資源，增強橫向聯繫，以落實本校特殊教育方案，並完善
校園無障礙環境規劃與建置。

校內特教學生類別統計圖

2024 年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成員
召集人：學務長

處室主管代表 院、系、所主
管、中心代表

教師代表 學生代表

教
務
長

總
務
長

工
學
院

植
病
系

機
械
系

物
理
系

園
藝
系

特
教
學
生

特殊教育學生輔導措施

9 月  

新生暨家長
座談會

5 ~ 8 月  

新生、
家長會談

🅰個別化支持計畫

依需求，與學生、家長及
系所召開個別化支持會議

🅱學習輔導

任課老師通知信、課業 
輔導、學習及考試協助

🅲生活適應 / 群性輔導

入班輔導、無障礙環境、
聚會型活動及校外活動等

🅳生涯 / 轉銜輔導

職涯輔導活動、畢業生轉銜

5 ~ 6 月  

高中轉銜會議

評估生活適應及

教育需求

S U S T A I N A B I L I T Y  R E P O R T  2 0 2 3

����
肆
社
會
貢
獻

社會貢獻

環境面
-推動土壤碳匯研究 穩定水資源供應
-零碳校園與循環經濟 共創潔淨永續未來
-韌性生態教育 防災社區共融

經濟面
-投入人工智慧研究 助力農業與綠能革新
-推動永續發展的產業與農業影響力
-發展智慧農業 台灣走向綠色未來
-農業專業培訓與茶園永續管理

社會面
-深耕動物福祉教育 守護台灣農業生態
-輸出國際服務 實踐跨國關懷
-打造台灣資安與智慧製造的永續發展
-關懷偏鄉健康 打破弱勢籓籬
-感受觸覺藝術 尊重多元文化
-敦親睦鄰關懷在地 參與社區環境協作

獲獎紀錄

116名

特殊教育學生

■自閉症 47 ■肢體障礙 14 ■身體病弱 4

■學習障礙 19 ■聽學障礙 8 ■腦性麻痺 2

■情緒行為障礙 17 ■視覺障礙 4 ■語言障礙 1

註 1：資料統計時間：112 學年度第 2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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